
当低阅读量成为一种席卷全球的流行
病时， 专家们与其摆出一副怒其不争的模
样，不如想办法引导人们阅读。对此，纽约的
一群学生想出了个超赞的主意———地铁中
的图书馆。

他们和纽约图书馆合作，将馆藏的一些图
书“搬”进地铁，人们可以通过手机进行借阅。他
们利用手机的近场通信（NFC）功能，一旦你的
手机靠近图书广告墙时， 广告墙上展示的若干
本书就下载到你的手机。

但是，所有你在地铁中扫描获得的图书，
都只有 10 页，当你翻完这 10 页，系统会自动
列出距你最近的借阅点，如果有兴趣，你可以
到图书馆借阅。

（以上两则图文来自爱稀奇ixiqi.com）

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联盟行动计划 2013
千校阅读联盟，是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 ，记
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
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6 13439386850 刘亚文
邮箱：jsshzk@126.com

是家庭教育，还是家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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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课程”助学生
自信、从容地成长

□ 赵 洁

教育， 首先应尊重每一个孩
子，珍视每一个孩子存在的可贵，
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提供可能
性。

“梦想课程”让孩子重拾学习
的乐趣， 提升了自信。 在重庆市
酉阳县阳光小学六 （1）班学生曾
颖心中，梦想课程里有鼓励，还有
如母亲般和蔼的老师。 她说：“在
这里， 不管我们回答问题是对是
错， 她都会笑着表扬我们。 在上
《爸爸， 你能给我月亮吗》 时，我
这个小老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
听到动情处 ， 老师也举手发言 。
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下课后，老师
还亲了我！ 这样的幸福我一辈子
都忘不了……”

梦想课程致力于营造融洽的
师生关系，在这里没有后进生。 每
个教师都会用鼓励的方式激发孩
子的潜能。

在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县脚
木足中心校旦真罗尔伍老师的班
上，有两个性格特别孤僻的女生，
她们不喜欢和同学交流， 更不喜
欢回答问题， 旦真罗尔伍尝试用
梦想课程打开孩子们的心扉。 他
让这两名女生作“梦想中心”的值
日生， 又在小组讨论和展示时为
她们提供与教师和同学交流的机
会。 在旦真罗尔伍持之以恒的鼓
励下， 两个内向的小姑娘终于开
始主动发言， 也积极参与到集体
活动中。

从告知答案到引导问题 ，从
传授知识到唤醒兴趣； 从知识和
权威的拥有者， 到陪伴学生学习
的促进者，在梦想课程实践中，教
师不再是知识的提供者和灌输
者，而是学生完善自我的促进者。
学生也由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灌
输的对象， 变为学习信息加工的
主体。

梦想课程还在继续， 美好也
将不断发生……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

“真爱梦想”行动 26

“对牛弹琴”的本质其实是“牛在弹琴”。 王柱华/图文

的阅读生活我

在许多活动中， 我经常看到 80 后、
90 后青年人的握笔姿势不正确。 他们书
写时不是握笔而是攥笔， 究其原因是其
儿童时期过早书写或过度书写造成的。

儿童的腕骨、指骨的小肌肉群还没
有发育成熟，无力支持长时间的握笔写
字。 所以孩子为了完成大量的家庭作
业，只能攥笔书写。对此，家长和教师不
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一味地埋怨孩子不
听话，数落孩子屡教不改。殊不知，让儿
童过早书写犹如让成人举起重物一样，
是十分困难的。

日常工作中，我们还常常会遇到这
种情况：一些学生在小学、初中时期成
绩很好，但到了高中特别是在学校住宿
后，成绩就开始下滑。为什么？因为他们
不适应集体生活，处理不好和同学的关
系；还有一些学生因为班主任或学科教
师的行为不合心意，就和教师闹别扭甚
至作对。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不是配合
学校做孩子的思想工作，而是迎合孩子
让孩子转学；再如一些学生经常在学校
打架斗殴，受到学校处分甚至被学校开
除，家长却大为惊讶，他们无论如何也
不相信孩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曾接待前来咨询的家长，咨询的
内容都是关于孩子学习的。 那些对孩子
学习成绩了如指掌的家长，他们的每根
神经都和孩子的考试成绩紧密相连，孩

子成绩的每一次起落都会引起家长情
绪的大波动。 其中，也有煞费苦心督促
孩子做作业的家长，他们对孩子或明确
限制，或暗中窥探、恩威并用，或在经济
上奖罚分明， 甚至还和孩子一起做作
业。 正因为许多家长都这样教育孩子，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议论和评
价：“某某的孩子学习成绩好，这是家庭
教育的成功啊！ ”

凡此种种，使人们误以为家庭教育
就是家庭学习，但是，家庭学习并不能
等同于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是学
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基础。 家庭教育的
重点是培养孩子的行为习惯，包括生活
习惯、劳动习惯、学习习惯。

孩子，特别是独生子女不能过集体

生活、不适应教师、打架斗殴，都是孩子
不能很好地与人相处的表现。 孩子不能
与人良好相处， 不仅难以获得好成绩，
以后步入社会也不能很好地生活。

与人相处，首先要学会尊重和包容
别人，儿童这一行为习惯的养成非家庭
教育莫属。 而家庭教育也应尊重孩子身
心发展的规律， 不能拔苗助长。 比如 5
岁之前，是儿童模仿、观察能力发展的
黄金时期，若此时过多地给孩子灌输知
识，会摧残儿童的身心。

所以，为了孩子的将来，不仅要注
重人的全面、终身、绿色、可持续发展的
家庭教育与重功利的学校教育紧密结
合， 也要让家庭教育像学校教育一样，
去功利化，让真正的教育发生在学生身
上，发生在每个家庭。

村的春
节遐思季

做一个美好的读书人

歌诗
山村教师
犹如
一枚枚课本中的文字
散发着浓浓的墨香
喂养着山村里的雏鹰
犹如
一位虔诚的播种者
在田陇边
慈祥地望着庄稼
保持站立的姿势
犹如
一段段精彩的句子
连缀点线人生
让学生反复阅读和临摹
犹如
一块块肥沃的土地
让学生尽情挥洒

山村教师
就是一块黑色的黑板
因了黑
才衬托出村边的那一抹亮色
山村教师
就是一把收获的镰刀
因了勤
才薅去了人生长路上的杂草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
教育局）

□ 黎 杰

柯政 50 多岁了，住在一个美丽的小城市。 他是一
个守旧派，大家常说他为人刻板，尤其是对孩子的教
育，应了他的名字“苛政”。

柯克是柯政的儿子，这是柯政的杰作：柯克———
苛刻。柯克在京城一所重点大学念书，成绩还不错，但
柯政从未放弃对他实施“苛政”。 由于柯政的严厉，柯
克与柯政很少沟通。 柯克也很少打电话回家，除非是
手头紧、没钱花的时候，才会给父亲打电话，但是也只
值几个字“爸，没钱啦！ ”，然后“啪”的一声，关上了手
机盖。虽说“苛政猛于虎”，怎奈“山高皇帝远”，柯政也
无可奈何。

突然有一天，柯政接到胞弟的一封信，满满两页
纸，那语那情，让他心醉，心里竟有一种怀念，怀念书
信，怀念那种古老的交流方式。

柯政坐在案前给胞弟回信，亦是情真意切。 写完
后，他又给儿子柯克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以后要钱不
要再打电话了，提前一周写信来。

柯克才不听那一套，还是打电话要钱，怎奈柯政
置之不理。 无奈，柯克不得不给父亲写信。 不看则已，
一看，柯政的气就不打一处来。百余字的信，不仅字迹
潦草，用词也很不恰当，邮票也贴得歪歪扭扭，让人望
而生厌。

几天后，柯克又收到了父亲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克儿：
恕不问好。
来信已阅，令我怒火中烧。 区区数字，词不达意、

言语轻浮、字迹潦草，全无父子之情，令我生厌。
今来信无别，只是告知我儿，以后请勿再与我打

电话。要钱要物，一律写信来。虽然写信可能比打电话
或发 E-Mail、QQ 之类花费大些， 可感情上的收获也
更多。因你给我写信是应付为主，全无诚意，故与你约
法三章：1. 以后你的生活费用等一律以书信稿酬付
之。2.每封信不得少于 1000 字，每千字 200 元，多写多
得，按字取酬。 3.凡情感表达、文采、字迹有一项未达
要求，不付稿酬。 决不食言！

祝
文思大进！

柯政

柯克看过信，哭笑不得，转念一想，今后再没时间
上网或和哥们儿闲聊了，只觉得是掉进了冰窖。 自己
每月需花费近 1000 元，加上学费，一年少说也得一万
六七千元，按每封信 2000 字计算，就是 40 多封信，还

每封信都得让老爸如意……唉，动手吧。
以后的日子，除去上课和运动，柯克把所有时间

都放在了写信和练字上。 同学们给柯克取了个雅号：
信客。柯克不置可否，只是尴尬地笑笑，继续钻研他的
写信之道。 柯克给自己定了标准：每周给老爸或老妈
去一封 2000 字的信。

一晃两年过去了，已是大四的柯克，信写得越来
越好，柯政很满意，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也不再侵扰柯
克的内心。

说话间又是一年的 5 月，京城内各大企业开始大
学生招聘周。 某门户网站高薪招聘几位专栏编辑，这
可是大家仰慕已久的好地方。柯克班上几位网络高手
都参加了应聘，柯克自知网络技术比班中几位佼佼者
略逊，却也悄悄地递上了简历。

第二天是面试时间，其他应聘者尚不知结果，可
柯克当即被录用。 柯克被聘的理由是：柯克同学儒雅
敦厚，知书达理，书法成体，文采翩翩，精通电脑，可
造之才。

此刻，柯克才真正体会到了“苛政”的好处。 他拿
着聘书，飞奔到宿舍，拿起钢笔———他要给父母送去
一份意外的惊喜。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武宁县第四小学）

村再一次归于宁静 ，携着我的魂灵游飞 ，和盘
亘在天空的白云一起 ，不停地回旋 ，绕着心中的那
帧画面，涂抹颜色。 村再一次悄悄牵住春的手，沉于
心底的情思重新燃起 ，绿色的火熊熊燃烧 ，天地都
绿了。

童年的一幕幕闪现在眼前，散学后的田野里，纸
鸢飞得很高，高过了树梢，高过了浮云。 麦汁染绿了
鞋面，那是天然的染料，任岁月如何冲刷，都洗不去
纯真记忆。 我们奔跑着，风在身后，欢乐在前方，我们
那样欣喜地追逐它，一把将它揽入怀中。

母亲采下一钵柳梢嫩芽， 处理后便成了爽口的
佳肴。 母亲的双手是魔术师的双手， 在母亲的双手
里，春是可以吃的，我们可以闻到它的清香，尝到它
鲜美的味道。

某一个春日午后，我记忆中的河流与流经村口

的那条河流汇合了。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呢？ 它
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一只木舟、一位老叟，摆渡一方
乡亲。 不知春天是否也从此处涉水而来，河水那么
轻柔，正好把春天柔化成一汪清水，多情地流着。

母亲和妯娌们在河边浣洗衣物， 鱼儿就在附近
游弋，它们就在这些女人的倒影里揣摩岁月。 她们曾
经年轻貌美，但终将老去，她们是一季罹难的春天，
时光偷走了她们易逝的春颜。

河流悠远的身体里停泊着一只芳心之舟 ，是
否也有一人乘舟时遗落宝剑 ，削刻记号 ，待他日
来寻 。 然而不知今年 、今月 、今时的这条河流 ，已
非彼年 、彼月 、彼时的那条河流 。 从头再来 ，也无
迹可寻 。

暖阳点点，在地表积累温度，刺激着每一寸根茎
的神经，唤醒记忆，精神地生长开来。 希望的暖流沿

着地下岩脉快畅地行走，大地之下，暗流涌动，激荡
着生命之花，灿烂开放。

暮色四合， 夕阳在村口流连， 她为村庄披上霞
衣，为老牛指引归家方向，为孩子们衍延一点时光。
她总是那么善解人意， 把春阳剩余的一点温暖也给
了人间。

村在夜色里渐渐远了， 春痴情地跟着， 行过之
处，留下浓浓真情。

村是春的始点，从这儿，她开始一程远游 ，到更
远的地方去 ，播撒春风 、春雨 、春情 。 那时 ，遍地花
开，花香飘逸。 村也是春的归宿，那时，在夏的围攻
下，她会按部就班地退守，最后的据点依旧是村。 她
游击于此 ，或再一次藏于深深的村里 ，待来年反击
冬的冷寒。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颍上县江口镇中心学校）

稿 费
□ 邱小波小说小 物潮

颜色音乐播放器并不像普通播放器那样
通过歌手、专辑名或者流派来组织音乐，而是
通过颜色。

该设计基于某种色彩心理疗法的理
论———你有意或者无意选择的颜色， 其实反
映了你的心情与需求。 这款播放器内置摄像
头，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用这个摄像头去选取
颜色，然后播放与所取颜色对应的音乐。比如
你刚好看到一个苹果， 你获取了苹果表皮的
颜色，那么，你将听到一些与之匹配的音乐，
而这些音乐，将是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中国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教育梦。 为了
展现和抒发广大师生的中国梦、 教育
梦，《中国教师报》、《中国教育报》、《人
民教育》杂志、《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神州学人》 杂志、《中国民族教育》杂
志以及中国教育新闻网、 神州学人网
联合举办“中国梦·教育梦”大型有奖
征文活动，请您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述
心中的梦想与期待。

●征文主题
中国梦·教育梦

●征文内容
请广大师生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 教育

经历，讲述心中的中国梦、教育梦，也可以作
为中国梦的见证者，讲述身边的教育故事。

●征文要求
来稿体裁不限， 字数限制在 1500 字以

内。 要求真人真事，提倡讲故事、有生动的细
节，忌空发议论。

来稿请注明姓名、年龄、单位、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等个人信息，以便及时与您联系。

●投稿方式
稿件请发：jsshzk@126.com

●截稿时间
2013 年 6 月 30 日

●优秀征文评选
征文作品中国教师报将择优刊登。
2013 年 7 月，评选“中国梦·教育梦”大

型征文活动优秀征文， 并向读者邮寄奖励证
书与纪念品。 同时，举办“中国梦·教育梦”大
型征文展示活动， 邀请获奖者开展朗诵和文
艺展演活动。

“中国梦·教育梦”
大型征文活动

地铁中的图书馆

颜色音乐播放器

说新语师

□ 祝宝玉

时光的流水湍急若奔，我们都是顺流
而下的人。 好在还有数卷益趣相生之书，
在不经意间，带给我们一丝惊喜、一点温
暖， 聊可抚慰我们在踉跄挣扎时无助的
心，譬如张德芬《遇见未知的自己》。

初翻此书，并未让我眼前一亮，张德
芬并不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在这个喧
闹的世界，会讲故事的人看似很多，但道
听途说、添油加醋、微博吐槽、论坛灌水者
太多。 张德芬则借用一个叫若菱的女子，
把自己的心灵成长与修行过程，以巧妙设
问与智慧点拨的方式，引领读者从混沌迷
惘走向豁然开朗， 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
一次次剖析、回望、反省。 小说情节虽简

单， 但主人公身心的蜕变却非一蹴而就，
带给读者的思考亦是一串接着一串，以至
我不得不常常停下，掩卷、闭目、沉思、喟
叹……

若菱是幸运的，因为她遇见了那位老
人。 我们当然也是幸运的，因为我们都是
若菱。工作也好，家庭也罢，常让我们陷于
桎梏，难以解脱。每每午夜梦回，却又异常
清醒：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是，我们又
不知道该怎样才能打破现有的模式……

张德芬说， 让我们心理上受苦的，不
是事件本身，而是我们对事件的想法和围
绕着这个事件所编造的故事。 这些年，我
常常为事业停滞不前而纠结、愤懑：工作

了 10 多年，事业没有起色，我该如何面对
父母？ 乡邻会怎样看待我？ 学生会不会嘲
笑我？但如今，我已如若菱般学会臣服。是
的，臣服于暂无可改变的制度，臣服于客
观的、非我力可以扭转的事实。 臣服不是
自辱，不是苟且 ，而是以退为进 ，坐看云
起。当别人为枯燥的职称论文而焦头烂额
时，我却陶陶然乐于灯下观群书，纸上习
行草，潜心批阅学生的作文，帮他们投投
稿。 文章发表了，师徒皆开怀。 学生尊敬
我，家长信任我，事业不成功又何妨？

“亲爱的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
己。 ”“负面情绪就像黑暗一样，你无法驱
散它们。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带进光来。

光出现了，黑暗自然就消融了。”没有故作
高深的卖弄，没有枯燥乏味的说教，合上
书，耳边回响的，只有张德芬善意的满含
期许的忠告。虽说她算得上一名出色的人
生导游，但毕竟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
若菱。我们想要的生活、想要的幸福，只能
靠自己的领悟与修行，如我。当然，我不敢
夸言已遇见了全新的自己， 但面对家庭，
面对友邻，面对工作，我将不会再浪费能
量在那些外在的、不可改变的、不可抗拒
的东西上，我会试着去颠覆旧我，冲破小
我的藩篱， 努力以一颗惜福感恩的心，微
笑着去爱，传达一份喜悦。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市第四十三中学）

你若不伤 岁月无恙
读札记阅

□ 潘裕民

□ 刘 敬

今天，读书还有用吗，你还能从阅读中找到未来和希望吗？ 有这么一位老教师，他从来不会纠结于类似问题，他
把读书当作一场修炼，一次幸福之旅，不管不顾地读着那些“无用之书”……

读书是一生的功课

我从小喜欢读书，连环画是我童年时
代的主要读物。上大学时，正值粉碎“四人
帮”之后，校园里读书氛围十分浓厚。 借
书、读书、抄书，成了我大学生活的主要内
容。那时，借到一本心仪的书，我会通宵达
旦，一口气读完。

读书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 记得在
大学教书的时候，夏日，坦襟裸足，蚊子不
停地侵袭，手足并用，左右开弓，到头来还
要躲到蚊帐里，任汗水淋漓，读到深更半
夜。 冬天，疾风狂吼，寒气逼人，只得和衣
在冰冷的被窝里苦读。

但是，我至今说不出对我影响最大的
一本书， 也不相信一本书能改变人的命
运。我只能说，有一些书，尤其是古今中外
的文学名著，它们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
引发了我的共鸣，在我的心灵历程中留下
了痕迹。 在我看来，人的生命成长是一个
需要不断修炼的过程，读书，更是一个人
终身的“功课”。 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说：
“士大夫三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语言
无味。 ”面目可憎也许过了点，但对我来
说，如果每天不读点儿书，滋润自己的心
灵，就有些不自在，好像生活中缺少了点
什么。

我始终认为，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我看来， 读书就像呼吸空气那样自然。
因此，学校开展读书活动，重在激发教师
的读书兴趣，培养师生的阅读习惯。 今天
教师的阅读，要与文本对话，要与经典对
话。 尤其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教师的
阅读要有境界和品位，要“从阅读中看到
未来和希望”。

我当过中学教师、小学校长，曾在大
学任教。 30 多年来，不管角色如何转换，
我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 以 “读书、教
书、写书”为主要生活方式，还喜欢买书、
藏书。 2001 年以来，为适应和满足基层学
校和教师发展的需求， 我经常深入中小
学、幼儿园，为学校开展校本培训和读书
活动提供业务指导和专业引领。为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 提倡教师多读书读好书，我
带头申报了 《教师的读书境界与专业发
展》市级教师培训共享课程。

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我提倡教师
读书不能太功利，要多读点“无用之书”，
如哲学著作、文学经典之类。 这些看似无
用的书，从长远看，恰恰大有用处。 比如
《红楼梦》，语文教师不可不读：白纸黑字
“大观园”，“字字看来皆是血”， 令人百读
不厌。 文学的神韵，是其他艺术所无法替
代、不可企及的，尤其像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这样的文学类型，其中不但摇曳
着智慧的光芒，也流淌着思想的要义。 这
样的书读得多了，背得多了，教师的文化
素养和人生境界自然也就提高了。

读书不能等

在读书的过程中，阅读者领略到文字
所独有的艺术魅力、思想内涵，获得心灵
感悟、精神愉悦，几乎都是从阅读经典名
著中感受到的。

经典是每个时代人类最高智慧和最
高美感的结晶。 可是，现在阅读经典的人
越来越少。 也许有人会说：“想读书，但没
有时间。 ”实际上，读书的时间是挤出来
的。 我的包里经常放一本书或杂志，一有
时间就拿出来读。我平时读书的时间基本
是在车上、地铁上、外出旅游或出差时，等
飞机和坐飞机是读书的最好时机，读完一
本，再换一本。

我尤其喜欢夜读。夜晚，是做学问、搞
研究的人最宝贵的阅读时间。 不仅如此，
夜读，还可以使人远离浮躁，怡情养性，是
一种物外神游的精神享受。 喜
欢读书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夜深人静时， 无丝竹之乱
耳 ，无案牍之劳形 ，沏一
杯香茶，坐在自己安
静的书房 ，手捧
一 本 自 己 喜 爱
的书 ，与书
中 的

圣贤会晤，尽情享受思想的盛宴，岂不是
一件赏心乐事？

所以，读书真的不能等，要趁早养成
读书的习惯。 一个人不挤出时间读书，等
有时间再去读书， 可能永远也没有时间。
要让阅读成为内心的需要，读书不可以贪
多，要读深读透和读懂。买书不难，难的是
静下心来细细品味一本书。

读书还要善于选择， 要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不能功利地读。 读书要讲究方
法，“不是抓紧每一分钟学习，而是抓紧学
习的每一分钟”。对于一线教师来说，要读
思结合 ，读写结合 ，读用结合 ，读书要借
鉴，读书需要意志。

在阅读的过程中，由于书不同，人不
同，读书的目的和方式不同，读的结果和
成效就有了不同， 读书的境界也有雅俗、
高低之别。 这其中最高的境界，就是把读
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没有功利目的，真
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一点必须
强调：读书是一项苦中有乐的工程，贵在
及时，重在坚持。没有极大的毅力支撑，是
很难将教师阅读进行到底的。

不读书的人生是苍白的

我读书有个习惯，就是“书不离笔”。
遇到好的书或文章，我喜欢抄读，可以加
深记忆，增强理解。抄读的过程，就是消化
知识的过程， 对所读内容理解越透彻，体
会越深刻，则记忆越牢。长期以来，我坚持

读、抄结合，读书笔记积累了
几十本，用时信手拈来，让我

受益无穷。 当然，我
的“书不离笔”，不仅

仅是读书时的摘
抄 、 批注 、评

点之类

的“写”，也包括写读书笔记、写文章，乃至
从事教育科研等。

对于教师而言，读书不仅仅是一种乐
趣， 还应该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
我始终认为，阅读是与思考相随的。 读书
是花朵，思索才是果实。没有思索的阅读，
是无效的阅读。我们的老祖宗一向重视思
考，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其实，思考
的过程也是求异的过程。 对此，培根有个
形象的比喻，说我们读书做学问不要像蚂
蚁那样只顾整天忙忙碌碌地储存，而不去
做加工的功夫，也不要像蜘蛛那样整天只
顾吐丝，而不注意汲取营养，而应该像蜜
蜂那样既注重采集原料，同时也对原料进
行加工、制作，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产品。

读书亦然， 要结合自己的经历和思
考，使自己的思想系统化。 “人是活的，书
是死的。活的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
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 ”读书关键在于
有思维，这是“人为万物之灵”之本质。 有
了思维 ，知识才活了 ，能够发展 ，能够创
新，能够超越自己。

同时 ， 阅读时大可不必那么拘谨 ，
或正襟危坐 ， 或集中一段时间来阅读 。
有时候 ， 不妨就躺在床上随便翻翻 ，看
到哪里算哪里 ，不一定要一口气把一本
书读完 。 就拿我来说 ，读理论书籍有时
候比较枯燥 ，但读人物传记 、教育随笔 、
诗歌散文 ，就感到很有趣 。 这些书看起
来与我们的教学与研究没有什么关系 ，
但是这些著作中所蕴含的思想对我们
影响是深刻的。

“腹有诗书气自华”，没有真正的阅读
就没有真正的教育。 读书是教师的必需，
正像我们人需要吃饭、休息一样，是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说教育教学的实
践历练是“行万里路”的话，那么向书本学
习就是“读万卷书”。

对于教师来说，读书人是一个美好的
身份。 人生拥有这么漫长的时光，如果一
辈子不读上几百本书， 不享受诗意的阅
读，这样的人生将是苍白的、可怜的。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副院
长、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